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https://www.100test.com/kao_ti2020/636/2021_2022_2011_E5_B9_

B4_E5_85_A8_c34_636038.htm 酒文化基础知识 我国悠久的历

史，灿烂的文化，分布各地的众多民族，酝酿了丰富多姿的

民间酒俗。有的酒俗留传至今。 一 传统的饮酒文化根基酒德

和酒礼 历史上，儒家的学说被奉为治国安邦的正统观点，酒

的习俗同样也受儒家酒文化观点的影响。儒家讲究“酒德”

两字。 酒德两字，最早见于《尚书》和《诗经》，其含义是

说饮酒者要有德行，不能像夏纣王那样，“颠覆厥德，荒湛

于酒”。儒家并不反对饮酒，用酒祭祀敬神，养老奉宾，都

是德行。 饮酒作为一种食的文化，在远古时代就形成了大家

必须遵守的礼节。有时这种礼节还非常繁琐。但如果在一些

重要的场合下不遵守，就有犯上作乱的嫌疑。为饮酒过量，

便不能自制，容易生乱，制定饮酒礼节就很重要。我国古代

饮酒有以下一些礼节： 主人和宾客一起饮酒时，要相互跪拜

。晚辈在长辈面前饮酒，叫侍饮，通常要先行跪拜礼，然后

坐入次席。长辈命晚辈饮酒，晚辈才可举杯；长辈酒杯中的

酒尚未饮完，晚辈也不能先饮尽。 古代饮酒的礼仪约有四步

：拜、祭、啐、卒爵。就是先作出拜的动作，表示敬意，接

着把酒倒出一点在地上，祭谢大地生养之德；然后尝尝酒味

，并加以赞扬令主人高兴；最后仰杯而尽。 在酒宴上，主人

要向客人敬酒（叫酬），客人要回敬主人（叫酢），敬酒时

还有说上几句敬酒辞。客人之间相互也可敬酒（叫旅酬）。

有时还要依次向人敬酒（叫行酒）。敬酒时，敬酒的人和被

敬酒的人都要“避席”，起立。普通敬酒以三杯为度。 中华



民族的大家庭中的五十六个民族中，除了信奉伊斯兰教的回

族一般不饮酒外，其它民族都是饮酒的。饮酒的习俗各民族

都有独特的风格。 二 原始宗教、祭祀、丧葬与酒 从远古以来

，酒是祭祀时的必备用品之一。 原始宗教起源于巫术，在中

国古代，巫师利用所谓的“超自然力量”，进行各种活动，

都要用酒。巫和医在远古时代是没有区别的，酒作为药，是

巫医的常备药之一。在古代，统治者认为：“国之大事，在

祀在戎”。祭祀活动中，酒作为美好的东西，首先要奉献给

上天、神明和祖先享用。战争决定一个部落或国家的生死存

亡，出征的勇士，在出发之前，更要用酒来激励斗志。酒与

国家大事的关系由此可见一斑。 我国各民族普遍都有用酒祭

祀祖先，在丧葬时用酒举行一些仪式的习俗。 人死后，亲朋

好友都要来吊祭死者，汉族的习俗是“吃斋饭”，也有的地

方称为吃“豆腐饭”，这就是葬礼期间的举办的酒席。虽然

都是吃素，但酒还是必不可少的。 在一些重要的节日，举行

家宴时，都要为死去的祖先留着上席，一家之主这时也只能

坐在次要位置，在上席，为祖先置放酒菜，并示意让祖先先

饮过酒或进过食后，一家人才能开始饮酒进食。在祖先的灵

象前，还要插上蜡烛，放一杯酒，若干碟菜，以表达对死者

的衰思和敬意。 三 重大节日的饮酒习俗 中国人一年中的几个

重大节日，都有相应的饮酒活动，如端午节饮“菖蒲酒” ，

重阳节饮“菊花酒”，除夕夜的“年酒”。在一些地方，如

江西民间，春季插完禾苗后，要欢聚饮酒，庆贺丰收时更要

饮酒，酒席散尽之时，往往是“家家扶得醉人归”。 过年，

也叫除夕，是中国人最为注重的节日，是家人团聚的日子，

年夜饭是一年中最为丰盛的酒席，即使穷，平时不怎么喝酒



，年夜饭中的酒是必不可少的。 新年尹始，古人有合家饮屠

苏酒的习俗，饮酒时，从小至大依次饮用。据说饮此酒可以

避瘟气。 朝鲜族的“岁酒”：这种酒多在过“岁首节”前酿

造。岁首节相当于汉族的春节，“岁酒”以大米为主料，配

以桔梗、防风、山椒、肉桂等多味中药材，类似于汉族的“

屠苏酒”，但药材配方有所不同。用于春节期间自饮和待客

，民间认为饮用此酒可避邪，长寿。 哈尼族的“新谷酒”：

每年秋收之前，居住在云南元江一带的哈尼族，按照传统习

俗，都要举行一次丰盛的“喝新谷酒”的仪式，以欢庆五谷

丰登，人畜平安。 “菊花酒”由来已久，《西京杂记》曾记

载：“菊花舒时并采茎叶，杂黍米酿之，至来年九月九日始

熟就饮焉，故谓之菊花酒”。 四 婚姻饮酒习俗 南方的“女儿

酒”，最早记载为晋人嵇含所著的《南方草木状》，说南方

人生下女儿才数岁，便开始酿酒，酿成酒后，埋藏于池塘底

部，待女儿出嫁之时才取出供宾客饮用。这种酒在绍兴得到

继承，发展成为著名的“花雕酒”，其酒质与一般的绍兴酒

并无显著差别，主要是装酒的坛子独特，这种酒坛还在土坏

时，就雕上各种花卉图案，人物鸟兽，山水亭榭，等到女儿

出嫁时，取出酒坛，请画匠用油彩画出“百戏”，如“八仙

过海”，“龙凤呈祥”，“嫦娥奔月”等，并配以吉祥如意

，花好月圆的“彩头” “喜酒”，往往是婚礼的代名词，置

办喜酒即办婚事，去喝喜酒，也就是去参加婚礼。 满族人结

婚时的“交杯酒”：入夜，洞房花烛齐亮，新郎给新娘揭下

头盖后要坐在新娘左边，娶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郎抿一

口；送亲太太捧着酒杯，先请新娘抿一口；然后两位太太将

酒杯交换，请新郎新娘再各抿一口。 满族人在举行婚礼前后



的“谢亲席”：将烹制好的一桌酒席置于特制的礼盒中，由

两人抬着送到女家，以表示对亲家养育了女儿给自家做媳女

的感谢之情。另外，还要做一桌“谢媒席”，用圆笼装上，

由一人挑上送到媒人家，表示对媒人成全好事的感激之情。 

达斡尔族的“接风酒”和“出门酒”：送亲的人一到男家，

新郎父母要斟满两盅酒，向送亲人敬“接风酒，这也叫”进

门盅“，来宾要全部饮尽，以示已是一家人。尔后，男家要

摆三道席宴请来宾。婚礼后，女方家远者多在新郎家住一夜

，次日才走，在送亲人返程时，新郎父母都恭候门旁内侧，

向贵宾一一敬“出门酒”。 “会亲酒”，订婚仪式时，要摆

的酒席，喝了“会亲酒”，表示婚事已成定局，婚姻契约已

经生效，此后男女双方不得随意退婚，赖婚。 “回门酒”，

结婚的第二天，新婚夫妇要“回门”，即回到娘家探望长辈

，娘家要置宴款待，俗称“回门酒”。回门酒只设午餐一顿

，酒后夫妻双双回家。 “交杯酒”：这是我国婚礼程序中的

一个传统仪节，在古代又称为“合卺” (卺的意思本来是一个

瓠分成两个瓢)，在唐代即有交杯酒这一名称，到了宋代，在

礼仪上，盛行用彩丝将两只酒杯相联，并绾成同心结之类的

彩结，夫妻互饮一盏，或夫妻传饮。 婚礼上的交擘酒：为表

示夫妻相爱，在婚礼上夫妻各执一杯酒，手擘相交各饮一口

。 五 其它饮酒习俗 “满月酒”或“百日酒”，中华各民族普

遍的风俗之一，生了孩子，满月时，摆上几桌酒席，邀请亲

朋好友共贺，亲朋好友一般都要带有礼物，也有的送上红包

。 “寄名酒”：旧时孩子出生后，如请人算出命中有克星，

多厄难，就要把他送到附近的寺庙里，作寄名和尚或道士，

大户人家则要举行隆重的寄名仪式，拜见法师之后，回到家



中，就要大办酒席，祭祀神祖，并邀请亲朋好友，三亲六眷

，痛饮一番。 “寿酒”：中国人有给老人祝寿的习俗，一般

在50、60、70岁等生日，称为大寿，一般由儿女或者孙子，

孙女出面举办，邀请亲朋好友参加酒宴。 “上梁酒”和“进

屋酒”：在中国农村，盖房是件大事，盖房过程中，上梁又

是最重要的的一道工序，故在上梁这天，要办上梁酒，有的

地方还流行用酒浇梁的习俗。房子造好，举家迁入新居时，

又要办进屋酒，一是庆贺新屋落成，并志乔迁之喜，一是祭

祀神仙祖宗，以求保佑。 “开业酒”和“分红酒”：这是店

铺作坊置办的喜庆酒。店铺开张，作坊开工之时，老板要置

办酒席，以志喜庆贺；店铺或作坊年终按股份分配红利时，

要办 “分红酒”。 “壮行酒”，也叫“送行酒”，有朋友远

行，为其举办酒宴，表达惜别之情。在战争年代，勇士们上

战场执行重大且有很大生命危险的任务时，指挥官们都会为

他们斟上一杯酒，用酒为勇士们壮胆送行。 六 独特的饮酒方

式 饮咂酒：这是古代遗留下来的独特的饮酒方式，在西南，

西北许多地方流传，在喜庆日子或招待宾客时，抬出一酒坛

，人们围坐在酒坛周围，每人手握一根竹管或芦管，斜插入

酒坛，从其中吸吮酒汁，人数可达五、六人甚至七八个人。

饮酒时的气氛热烈。这种独特的饮酒方式，可以加强人与人

之间的感情交流。 “转转酒”：这是彝族人特有的饮酒习俗

，所谓“转转酒”，就是饮酒时不分场合地点，也无宾客之

分，大家皆席地而坐，围成一个一个的圆圈，一杯酒从一个

人手中依次传到另一人手中，各饮一口。七 劝酒 中国人的好

客，在酒席上发挥得淋沥尽致。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往往在敬

酒时得到升华。有人总结到，劝人饮酒有如下几种方式：“



文敬”、“武敬”、“罚敬”。这些做法有其淳朴民风遗存

的一面，也有一定的负作用。 “文敬”，是传统酒德的一种

体现，也即有礼有节地劝客人饮酒。 “回敬”：这是客人向

主人敬酒。 “互敬”：这是客人与客人之间的“敬酒”，为

了使对方多饮酒，敬酒者会找出种种必须喝酒理由，若被敬

酒者无法找出反驳的理由，就得喝酒。在这种双方寻找论据

的同时，人与人的感情交流得到升华。 “代饮”：即不失风

度，又不使宾主扫兴的躲避敬酒的方式。为了劝酒，酒席上

有许多趣话，如“感情深，一口闷、感情厚，喝个够”， “

感情浅，舔一舔。” “罚酒”：这是中国人“敬酒”的一种

独特方式。“罚酒”的理由也是五花八门。最为常见的可能

是对酒席迟到者的“罚酒三杯”。有时也不免带点开玩笑的

性质。 壮族人敬客人的交杯酒并不用杯，而是用白瓷汤匙两

人从酒碗中各舀一匙，相互交饮。西北裕固族待客敬酒时，

都是敬双杯。主人不论客人多少，只拿出两只酒杯，在场的

主人轮番给客人敬双杯。 八 酒令（觞令） 饮酒行令，是中国

人在饮酒时助兴的一种特有方式。行酒令的方式可谓是五花

八门。文人雅士与平民百姓行酒令的方式自然大不相同。文

人雅士常用对诗或对对联、猜字或猜谜等，一般百姓则用一

些既简单，又不需作任何准备的行令方式。 击鼓传花：这是

一种既热闹，又紧张的罚酒方式击鼓传花是一种老少皆宜的

方式，但多用于女客。如《红楼梦》中就曾生动描述这一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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